
自古以来，自得其乐的巴蜀
大地就从来不缺音乐的元素。如
今更是左有《成都》的“小酒馆”，
右有《重庆》的“山中之城”。随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不断
推进，两地之间的文旅连结也越
来越密切，尤其是近年来川渝籍
歌手的频频出圈，让成都和重庆
的音乐圈子话题不断。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音乐产
业协会处获知，川渝两地的音乐

协会和产业机构正在进行对接，
计划成立川渝音乐工作委员会，
做好政府服务、行业服务和对音
乐机构及音乐人的服务，深入支
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打造。

几年前，赵雷一首《成都》响
彻南北，民谣圈刮起一阵来自城
市的暖风。而在2012年，刺猬乐
队的《重庆》用摇滚的形式呐喊了
山城的诉说。

虽然《成都》已经被各种音乐

形式改编，但在最原始的吉他弹
唱版中，《成都》是化泪的酒，是诗
意的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重庆》曲调激烈、紧张，带着
昂扬的激情。

还有不少川渝籍歌手为故乡
写歌。李宇春联合郭敬明推出

《蜀绣》，以绣娘的视角铺陈蜀绣
历史，透着浓浓的“成都风”；重庆
崽儿王源写《我的童年》回忆南开
中学和重庆的山水……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
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
长、四川省音乐产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洪启说，成都音乐
产业总值已经占到中国音乐产业
总值的近十分之一，重庆的音乐
产业也呈现出相当的潜力，这两
座城市的音乐产业一旦链接，将
改变中国音乐产业的格局，推动
国家音乐产业的快速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1916 年，年仅 17 岁的张大
千从老家内江出发，到重庆求精
中学读书，在成渝古驿道上留下
了他的足迹。1968年，晚年的张
大千挥毫作出《长江万里图》，以
都江堰的铁索桥起笔，顺着长江
奔流而下，越三峡，过江陵，纳百
川，再现巴蜀山水。

无论是“南张北溥”还是“东
张西毕”，张大千作为二十世纪中
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
师，可谓巴蜀文化走廊上一颗耀
眼“明星”。

7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启动了“成渝文旅新地标”大
型评选活动，作为成渝之心的内
江，重磅推介了张大千博物馆。

地理环境清幽
造型独特曾获世界建筑奖

7 月 30 日上午，记者从大千
园正门直行至张大千美术馆左
转，映入眼前的是一片荷塘，池塘
两边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爬坡
而上，途经张大千纪念馆，终于到
达了张大千博物馆，博物馆旁是
南宋古刹西林寺。

2019年5月17日，张大千博
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占地面积
3.2亩，建筑面积2778平方米，有
5个展厅和1个报告厅、多媒体信
息区及休闲平台。博物馆整体形
态以张大千山石、仕女画为原型，
外壳“脊梁”似张大千飘逸的胡
须，又似一道道“飞天”的彩带。

虽然外形建筑是西方风格，
但馆内窗花、屏风、梁架结构、大
厅构造等都是中式风格。整个博
物馆中西方文化兼顾，呈现“你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的 感 觉 。 在
2011年“世界建筑节”上，张大千
博物馆因独特的艺术造型、超前
的设计理念荣获未来项目的“文
化建筑奖”。

展陈形式丰富
情景再现张大千传奇经历

24岁的胡正坤是张大千博物
馆的解说员，4年前她就开始在张
大千纪念馆担任解说。虽然对张
大千生平有一定了解，但博物馆
开馆前夕，她仍花了很大功夫做
准备。“光是解说词用A4纸打印
出来就有50多页，还要尽可能地
了解每一幅作品，实在没有出处
可寻就请教专家、查阅资料。”

跟随胡正坤的脚步，记者依
次走进了南张北溥、面壁敦煌、东
张西毕、艺坛宗师、大千世界5个
展厅，每个展厅都是张大千的一
段传奇故事。

南张北溥展示的是张大千早
期和中期的作品，展厅内用全息
投影技术展示了他的画作。面壁
敦煌最受参观者喜欢，因为这里
复原了敦煌第 285 号洞窟，并用
蜡像还原了张大千在石窟中掌灯
临摹的场景。东张西毕展厅通过
画作和图版图册，再现了张大千
海外 30 年的游历生活。艺坛宗
师以泼墨泼彩的画作，展现了开
宗立派的功绩。大千世界则对张
大千晚年进行了总结。

深受成渝欢迎
累计接待游客46万余人次

受疫情影响，张大千博物馆
开馆时间比以前有所缩短，尽管
如此，也抵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当天上午10点，来自北京的
孙洪斌来到博物馆参观，他说：

“我一直对书画有些研究，特别喜
欢张大千的水墨荷花，这次特意

来学习。”
胡正坤告诉记者，平时博物

馆一天的接待量从 200-300 人
不等，周末节假日更多，从去年开
馆至今已经接待游客 46 万余人
次，市外以来自成渝两地的游客
居多。

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副馆长、
大千园旅游中心主任李辉说，张
大千博物馆及大千主题文化园区
的建设，对内江地域文化弘扬和
城市品牌打造，融合和传承巴蜀
两地文化，打造双城文化走廊、文
旅深度融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下一步，博物馆将积极融入
成渝双城发展，依托四川省博物
院、重庆三峡博物馆、成都市博物
馆以及即将建成的张大千艺术博
物馆、青城山张大千旧居（都江
堰）等历史人文资源，构建以弘扬
张大千书画艺术和传统书画艺术
为主旨的公共服务文化走廊，定
期举办传统书画艺术巡展、学术
论坛、海峡两岸及国际大千艺术
交流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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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

内江市张大千博物馆：
中西文化兼顾，还原艺坛宗师传奇一生

推荐成渝文旅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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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博物馆航拍。

博物馆面壁敦煌展厅。

左有《成都》“小酒馆”右有《重庆》“山中之城”
川渝音乐圈唱红成渝地标


